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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物流企业运输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件物流企业运输安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根据标准化流程和管理要素，

对承运企业、人员、车辆、经费、运输过程管控、储存、吊装、牵引、应急管理、事故管理、

绩效评定等做了相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大件物流企业运输行为的安全管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其随后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T 8226-2008 道路运输术语

GB/T 33000-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DL/T 1071-2014 电力大件运输规范

JT/T 1180.1-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

JT/T 1295-2019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规范

T/APD 0001-2019 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大件物流 large cargo logistics

是指通过运输、搬移、装卸、储存、信息处理等作业活动有机结合，按照相关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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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限货物的管理规定，实现对具有不可拆解特性的大型物件，由供应地向接收地实体流动

的计划、实施和管理的全过程。

3.2

大件物流企业 bulk logistics enterprise

是指从事大件物流，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

3.3

大件运输 Abnormal indivisible load transport

指运用适载的运载设备，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按照相关运输方式对超限货物的管理规

定，按要求经过行政许可后，通过公路或铁路或水路等运输方式，从起运地至交付地，对具

有不可拆解特性的大型物件进行位移的过程。

3.4

公路大件运输 road transport of large cargo

指运用适载的运载设备，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按要求经过行政许可后，通过公路运输

方式，从起运地至交付地，对具有不可拆解特性的、超过GB1589所规定外廓尺寸或重量的大

型物件进行位移的过程。

3.5

公路超限运输 oversize or overweight goods

本文件所称超限运输，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运输超限行为：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米；

——车货总宽度超过2.55米；

——车货总长度超过18.1米；

——二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18000千克；

——三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25000千克；三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27000

千克；

——四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31000千克；四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36000

千克；

——五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300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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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9000千克,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

的，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6000千克。

前款规定的限定标准的认定，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二轴组按照二个轴计算，三轴组按照三个轴计算；

——除驱动轴外，二轴组、三轴组以及半挂车和全挂车的车轴每侧轮胎按照双轮胎计算，

若每轴每侧轮胎为单轮胎，限定标准减少3000千克，但安装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加宽轮胎的

除外；

——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应超过各车轴最大允许轴荷之和；

——拖拉机、农用车、低速货车，以行驶证核定的总质量为限定标准；

——符合《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冷藏

车、汽车列车、安装空气悬架的车辆，以及专用作业车，不认定为超限运输车辆。

3.6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

能够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影响，或感觉自身受到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与大件运

输安全管理有关或受其影响的个人或单位。

（全文替换大件物流企业），另，第四部分加对分包方的管理

3.7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road transport operation permit

是单位、团体和个人有权利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证明，既从事物流和货运站场企业

经营时必须取得的前置许可，物流公司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视当地政策情况办理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

3.8

道路运输勘察 road transport survey

依据现有运输线路的设计载具、设计时速、设计交通量通行能力、圆曲线最小半径、缓

和坡段和纵坡等技术指标，依据实际道路踏勘结果，给出的路勘报告及运输解决方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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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风险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

重性的组合。

3.10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运用定性或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确定其严重程度，对现有控制措

施的充分性、可靠性加以考虑，以及对其是否可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

3.11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hazard management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风险控制的优先顺序和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减少和避免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3.12

事故 accident

造成死亡、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货物或设备损坏或其他损失的意外情况。

4. 承运企业基本要求

4.1 承运大件运输的企业《营业执照》应合法有效，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相关

许可，具备大件运输资质，企业信用良好；涉及电力设备承运的，应取得相应等级的《电力

大件运输企业资质证书》。

4.2 企业应遵守道路运输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及规定，定期组织开展宣贯

与培训。

4.3 企业应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环境方针和目标，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目标，明确目标的制

定、分解、实施、检查、考核等环节要求，同时定期对目标进行评估与考核，持续改进。

4.4 企业应建立健全运输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定期召

开安全例会、掌握运输安全状态，解决运输安全问题，确保大件运输安全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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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企业应对运输业务投入必要的资金、给予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支持，安全生产经费专款

专用，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4.6 企业实施运输任务前，按运输要求，应提前对运输路线开展道路运输勘察、风险辨识

及道路整改，确保道路符合安全通行条件。

4.7 实施全员参与运输安全，及时排查运输安全隐患及整改，实施常态化安全培训，持续

提高运输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4.8 企业应对大件运输过程中涉及的重大风险和突发意外事故，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

预案，做好应急相应工作。

4.9 企业应建立运输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如实上报事故，同时

针对事故开展事故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及处理建议，编制事故调查报告，落实事故纠防

措施，开展事故调查。

5. 企业安全组织机构及职责

5.1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配备相应的安全专职管理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建立健全各层级安全管理网络。

5.2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并取得行业主

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培训合格证且必须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5.3 企业应按运输项目风险程度、规模大小设立相应的项目安全组织结构，明确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运输队长、运输人员等各岗位安全职责，围绕运输安全开展分工协作，对运输

项目进行科学且合理地计划、组织、监督、控制、协调等工作，提升运输服务的安全效率及

有效性。

6. 运输服务资源

企业应确定并提供满足组织运输服务中涉及到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管理活动所需的服

务资源。

6.1 人员能力、教育培训

6.1.1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运输作业人员的切



6

实需求，结合运输风险开发或引进运输安全培训课程。

6.1.2 企业应制定安全培训计划矩阵、实施教育培训计划，如实记录培训情况，培训合格

方可上岗。定期评估培训效果及改进措施，按照“一人一档”建立培训档案。提高管理人员和

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管理能力、安全知识。

6.1.3 启运前应对运输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包括：运输任务、运输路线、

道路风险点管控措施、安全注意事项等。

企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纳入本企业从业人员统一管理，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和安全操作技能、安全技术交底的教育和培训。

6.1.4 安全培训频次要求如下：

a) 员工入职时应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所有人员培训合格；

b) 人员换岗安全培训应在换岗后一周内完成，并确保培训合格后上岗；

c） 变更风险（运输路线变更、人员变更、货物变更等）应风险变更前完成安全培训；

d） 常态化培训，一线运输人员每周线上或线下培训一次。

6.1.5 企业应建立大件运输驾驶员花名册。大件运输驾驶员必须具有A2型及以上与驾驶车

辆对应的驾驶执照，并取得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货运从业资格证，证件需在有效期内，且具

有三年及以上实际运输经验，同时具备相应的生理素质和心里素质。

6.1.6 从事起重吊装作业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技能。

6.2. 车辆安全、设备设施

6.2.1 企业应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实施“一车一档”。档案中应包含车牌、马力、排放标准、

车辆尺寸、年检日期、车辆保险等内容。车辆有变动时，需及时对车辆实施审核并更新档案。

6.2.2 车辆应持有效的《道路运输证》、《机动车行驶证》等证照；车辆技术等级达到行

业标准规定的技术等级。车辆年检合格，车辆尾气排放符合国家和运输途经地方环保规定要

求。

6.2.3 车辆应确保出厂资料齐全，性能良好。使用时间10年以下的车辆，每年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使用时间10年以上（包括10年）的车辆，每6个月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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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应安排专人负责车辆技术管理，定期车辆进行全面维护保养。车辆工装受力部分使

用时间达到半年须进行无损检测，其他受力部位至少每年进行无损检测。

6.2.5 确保大件货物捆扎用手拉葫芦、棘轮式压紧器、吊装带、支架、绑扎带等绑扎工具

完好、有效。

6.3 安全投入保障

6.3.1 企业应按规定足额计提满足运输安全条件的费用，并有效投入，安全投入费用需“专

款专用、规范使用”，建立台账并监督运输安全投入的有效实施。安全生产费用应按照以下

范围使用：

a) 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道路运输设施设备和装卸工具安全状况检测及维护系统、运输设施设备和装卸工具附属

安全设备等支出；

b) 购置、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通信导航定位和自动识别系

统等支出；

c) 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d) 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e) 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及标准化建

设支出；

f) 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g)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h) 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i) 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j) 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7. 运输过程管控

7.1 运输策划、前期准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6%A3%80%E6%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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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确认货物信息

a) 企业应获知大件货物基本参数，了解大件货物外形尺寸、设备包装要求、质量及重

心、支承和绑扎加固点位置，根据货物信息选择合适运输车辆和护送车辆。

b) 了解大件货物装卸的吊点、顶升点、顶推点或牵引点位置。

c) 了解货物的接货地点、交货方式、装卸要求、运输要求、存储要求。

7.1.2 道路运输勘察

a） 企业应了解大件运输所经路段的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设计荷载标准，查验路基牢

固性，路面宽度，弯道半径，道路横坡度、纵坡度。查明运输沿途桥涵、隧道、线缆、牌架、

收费站、建筑、树木等对大件运输通行尺寸、车货载荷的限制要求。

b) 编制勘察报告，勘察报告应客观、准确、详细、全面地反映运输沿途及装卸场地情

况，对不符合安全通行的道路进行运输路线变更或道路整改。

7.1.3 编制运输方案

根据前期勘察报告及货物信息，编制运输方案，运输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项目组织架

构、货物信息、车辆信息、运输路线、货物绑扎防护、风险点通行措施、仓储安全、吊装安

全、牵引安全、项目上的风险源辨识及事故应急处置等内容。

7.2. 提货安全、防护警示

7.2.1 运输前依据审批通过的《运输方案》对运输人员和护送人员开展安全技术交底，了

解运输风险防控及运输安全要求。

7.2.2 运输人员进入装货厂区前，接受工厂入厂安全告知培训，穿戴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

设备、服从工厂安全管理规定。

7.2.3 车辆在厂区内行车执行按照厂区限速规定行驶，行驶过程中须专人指挥，避免驾驶

盲区。

7.2.4 厂内进行设备吊装作业时，设置统一的起重指挥人员和专人安全监护，在起重指挥

的统一指挥下遵照起重吊装规程进行装车、绑扎作业。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起重机吊臂转动范

围内，不得在吊物下方或吊物危险半径范围穿行或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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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车辆车板或挂车载货平台应平整、无凹凸现象。大件货物应均衡、稳定、合理地分

布在车板上，不超载、偏载，不集重、偏重，不发生移动、滚动、倾覆、倒塌或坠落等情况。

7.2.6 大件货物与载货平台接触处应铺设橡胶垫等防滑材料，采用合适规格的手拉葫芦、

棘轮式压紧器、钢丝绳、卸扣、绞绳、槽钢、角铁等绑扎工具，柔性加固时，一般采用“八

字”绑扎法等合理的方式对货物进行绑扎固定，以避免货物滑移。

7.2.7 大件货物绑扎固定后，应在货物超宽、超长部位设置警示灯带、警示灯、反光条等

警示材料，同时在货物表面悬挂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提醒社会车辆远离大件货物。

7.2.8 起运前，按照运输要求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获得《超限运输许可证》。

7.2.9 启运前提前了解沿途地理环境、气象条件，查明运输期间有无暴雨、浓雾、冰雪、

大风等恶劣天气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等自然灾害，及时根据环境因素调整运输工作

安排。

7.3 在途安全、防御驾驶

7.3.1 通用安全

a) 运输前应当对车辆的灯光、制动、转向、传动系统进行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

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b) 按照《超限运输许可证》中规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不得随意变更。运输途

中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行车规范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c) 当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

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时，大件车

辆应做到编队运输，编队不超过 6 辆，指定专人统一指挥。每队配专人专车护送，护送人

员不得少于2人，护送车辆不得少于 1 辆，护送人员具备一定的道路大件运输护送经验，经

过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大件运输护送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专业培训，并获得相应证书。

d) 运输途中宜保持匀速行驶，应避免快速起步、急剧转向和紧急制动。运输途中执行

防御性驾驶，遵守“预估风险、放眼远方、视野环回、留有余地、引人注意”驾驶原则。

e) 司机连续驾车达到4小时需要在能保证货物安全的区域（服务区、车流量小的宽阔

道路）停车临时休息，不得疲劳驾驶，驾驶员当天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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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特殊路段管控

a) 车辆在进出加油站、匝道、收费站、服务区和其他交通拥挤路段，车辆通行时应专

人指挥车辆行驶及交通指挥。指挥人员要注意观察运输车辆周围的障碍物情况及其他社会车

辆动态，指挥、疏导社会过往车辆，确保设备运输车辆安全通过。

b) 在通行桥涵、隧道、广告架等限高路段时，根据净空高度选择合适车道，宜降速行

驶，避免因道路颠簸导致刮擦事故。

c) 通行收费站、治安检查站等限宽、限高路段时，评估车货总宽、总高风险，观察并

评估障碍物间距，正确选择通行车道，防范刮擦事故。

d) 通行弯道转弯、十字路口、“S”型、“U”型路段，应错开车辆高峰期行驶，通行时设

置专人穿戴安全帽、反光背心、手持停车牌，有序拦截、指挥社会车辆，指引大件车辆安全

通行，必要时使用三脚架、警示锥、移动隔离栏进行道路临时封闭。

e) 在加油站、服务区驻车休息时合理选择停车区域，避免在主干路、弯道处、出入口

停车，停车后设置专人看护货物，做好车辆防溜措施，在车货周边设置锥筒、水马等警告标

志，夜间停车时应做好灯光警示。

7.4. 风险管控

7.4.1 运输项目风险评价从运输大件尺寸、地貌形态、运输距离、作业牵引、坡度特性、

道路压实度、风险路段数量、环境因素等维度，建立运输项目风险评估模型开展风险评价。

根据每个维度对应的子项权重，综合得出运输项目风险等级。根据项目风险等级派遣运输队

伍，巡检频次，实施项目风险管控。

7.4.2 针对同一项目不同路段，辨识不同路段及作业活动涉及的侧翻风险、触电风险、牵

引风险、吊装风险、刮蹭风险、碰撞风险、溜车风险等。通过风险矩阵法或作业条件危险性

评价法（LEC法）确定路段风险等级，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7.4.3 通过制定道路排障标准、车辆性能提升、确定车辆行驶轨迹、指挥站位、设立警示

标志以及安全管理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等确定不同等级风险点安全通行措施，同时将安全风

险评估结果及所采取的控制措施通过班前会、周度例会等行驶告知运输从业人员，关键风险

点涉及警示标志，使其熟悉运输安全风险，掌握、落实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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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隐患排查

7.5.1 企业应建立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制度，明确各级人员安全检查标准和检查频次。建

立安全隐患台账，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录入台账，监督责任人落实整改，追踪整改进度，

执行隐患闭环管理。

7.5.2 对检查发现等重大事故隐患或发现事故征兆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和造成财产损失的，

应局部或全部停止运输活动，经整改治理，复查合格后恢复。

7.5.3 运输人员执行“一日三检”，经常性地对车辆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车辆性能完好、

货物无损。

——启运检查：出车前检查内容应包含车辆性能检查、运营证件的检查、货物质量检查

及绑扎警示检查，启运检查发现不合格及时整改，否则不予出厂。

——途中检查：运输途中停车时应开展检查，着重检查车辆性能、监测仪表数据、电力

大件绑扎紧固情况，货物完好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抵达检查：车辆抵达目的地后，向货物交接人交接前检查货物完好性，不得将质量

缺陷货物进行交付。

7.5.4 项目安全巡检：因根据项目风险难易程度，对运输项目开展安全巡检，检查项目安

全要求执行、人员不安全行为、车辆和货物的不安全状态、道路风险排障、安全培训落实、

事故整改措施落地等，发现隐患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要填写《隐患整改通知单》计入隐

患台账，并跟踪隐患整改。

8. 储存、吊装、牵引

8.1 储存安全

企业应确保大型物件储存期间的货物安全，通过以下方式在规定条件下进行：

8.1.1 储存场地建设

a) 合理选择储存场地位置，储存位置应选择远离山体、交通要道。地面压实度应符合

标准，满足货物承载要求，严禁在松软的泥土地面和沙子地面上存放货物。

b) 场地应保持平整、无石块、砖头、树枝等杂物。储存场地应有通畅的排水渠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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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雨后无积水。

c) 储存场地应采用栅栏围墙、围栏、警示带对储存场地隔离警示，同时应在储存出入

口设置醒目的安全告知、安全警示标志、车辆通行路线及储存货物布局图。

8.1.2 货物储存安全

a） 货物储存实施分区、分类管理，禁止混放乱放。货物堆码整齐、布局合理、标识清

晰，位置图示信息明确。

b) 长期存放的货物，应使用防雨篷布或防雨帆布对货物进行防雨和防风沙防护，要求

防护罩绑扎牢固。

c) 储存区域内应及时清理周围可燃物，根据储存场地面积及货物危险性设置消防灭火

器材，同时应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d） 确保储存环境满足要求，对储存设施采取安全措施，根据物品特性，设置防火、防

水、通风、温湿度控制、虫鼠害控制等条件；

e） 采用适宜的方法对库区进行监控，定期对存储数量进行盘点、检查，并建立相关记

录。

8.2 吊装安全

8.2.1 吊装作业应与吊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作业前开展吊装安全交底，吊装工作人

员须持有相关有效资格证，起重设备年检合格、安全工具灵敏、有效。

8.2.2 吊装作业安排专人指挥，作业前审核起重机械载荷及吊物重量匹配性，不得超载吊

装。熟知货物起吊点、吊索具要求，以及吊装场地的地耐力，检查起重设备及吊索具完好性；

8.2.3 当用两台以上起重机同吊一货物时，吊装前应制定详细的技术措施并落实安全交底，

必须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各台起重机的载荷分配应合理并明确，不得超过单机最大额定载荷

的80%，起重时应密切配合，动作协调一致。

8.2.4 起重作业前疏散无关作业人员，作业中执行“十不吊”，任何人员严禁在起吊物及吊

装危险半径范围内穿行或停留。

8.2.5 起重机在架空高压线路附近进行作业，其臂杆、钢丝绳、起吊物等与架空线路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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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距离不应小于规定的安全间距。

8.3 牵引安全

8.3.1 如果运输途中需牵引作业，应提前确认牵引位置，设置“牵引平台”标识牌，严禁半

坡牵引。

8.3.2 根据车货总重、坡度大小选择合适的钢丝绳、倒链等牵引连接工具，作业前检查牵

引车辆及牵引工具的完好性，发现缺陷及时更换。

8.3.3 牵引作业前对牵引人员及运输人员开展技术、安全交底，确定牵引地点、牵引方式、

牵引路线及行车轨迹，同时应对牵引司机配备对讲机，与运输人员明确统一指挥信号，做到

车辆“同时发力，同起同停”。

9. 应急管理

9.1 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应急管理组织机构，以运输项目为单位制定应急工作小组，制

定项目负责人为专门负责应急管理工作，建立与本企业运输安全特点相适应的专职应急救援

队伍。

9.2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9.2.1 企业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

储备应急物资，建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

靠。

9.2.2 大件运输车辆应急物配备齐全。每辆运输车辆应急物资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备胎、

行车记录仪、灭火器、事故三脚架、安全锤、光电指挥棒、6个挡车器、8个警戒锥筒、1顶

安全帽/人、1件反光马甲/人、1台对讲机/人。

9.3 应急预案

9.3.1 企业应在开展运输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运输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体系，体系应符合GB∕T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专项应急预案至少包含以下内容：运输事故通用专项应急预案、自然灾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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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中暑专项应急预案、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车辆故障专项应

急预案、严寒冻伤专项应急预案、野外动物咬伤专项应急预案、冻雨大雾专项应急预案。

9.3.2 企业应定期评估应急预案，及时根据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善，

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修订的应急预案及时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

9.4 应急演练

企业应制定应急演练计划，根据演练计划定期组织公司各运输项目开展运输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做到一线运输人员参与应急演练全覆盖，并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

和演练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准备工作。

10. 事故管理

10.1 运输事故报告

10.1.1 企业应建立事故报告程序，明确事故内外部报告的责任人、时限、内容等，并教育、

指导运输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报告发生的运输安全事故。运输事故快报应包含事发

时间、地点、项目信息、运输车辆及人员信息、保险信息，事故简要经过、人员及货物损伤

信息，事发后应急处置内容。

10.1.2 事故发生后，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

如为了抢救伤员或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某些物件时，必须做好现场标识，绘制现

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按照事故拍摄要求拍摄事故全景图、

局部图和细节图，以便为事故调查创造条件。

10.1.3 在做好抢救伤员的前提下，企业应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事故报告后出

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10.2 调查和处理

10.2.1 企业应建立内部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行业标准和国际通行做法，

将造成人员伤亡（轻伤、重伤、死亡等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和货物损失的事故纳入事故调

查和处理范畴。

10.2.2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及时成立事故调查组，明确事故调查人员职责与权限，调查应

及时开展和完成，并沟通事故、事件调查结果；按“四不放过”原则进行处置。若事故等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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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事发地人民政府调查等级，事发单位积极配合有关人民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事故调查。

10.2.3 事故调查组应根据有关证据、资料，分析事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事故责任，提出

应吸取的教训、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编制事故调查报告。企业应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

动，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

11. 绩效评定、持续改进

11.1 企业建立、实施并保持运输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畅通，应每年至少一次对本单位安全生

产标准化的运行情况进行自评，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自

评应形成正式文件，并将结果向所有部门、所属单位和从业人员通报，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

依据。

11.2 以管理运输服务活动中发生的不符合，包括投诉、报告、运输事故、体系自评、第三

方评审结果等，及时分析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质量，调查不符合原因、合理调整目标、指标、

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等措施，减少因不符合而产生的风险和影响，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安全

生产绩效。

12. 安全文化建设

12.1 企业应建立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和安全目标等在内的安全文化。按

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构建从企业主要负责人至一线运输人员的安全承诺及个人

安全行动计划。

12.2 大件物流企业及全体员工均应积极参与安全事务，通过建立安全文化廊、安全宣传栏、

安全园地等形式建立安全文化阵地，让员工充分参与运输安全，以实现对与安全相关的所有

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12.3 企业应建立安全行为激励机制，鼓励员工识别、反馈、解决潜在的不安全缺陷，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企业建立员工安全绩效评估系统，将安全绩效与工作业绩相结合的奖励制度，

树立安全榜样或典范，发挥安全行为和安全态度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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